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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以传统孝道为例 

罗娅 1  姜艳 2  章杨 3 

（1.2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四川自贡  643000；3.重庆石松律师事务所  重庆永川  402160） 

摘要：中华传统美德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本文仅以孝道为例来谈此问题。这个问题包含这样四个方面的内容：孝道古今之变

的现象、孝道古今之变的原因、反对两种错误思潮、传统孝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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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曾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德的

传承与弘扬的重要讲话，其中有一段话直接指明了怎样实现中华传

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即我们所讲的传统文化

的“双创”问题。他强调“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

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

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

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 13 亿人的每一分子都

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一、孝道古今之变的现象 

用心观察生活，就能发现这样一些古今不同的现象： 

古时候，人们讲究“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子承父业”、

“养儿防老”、“恭敬顺从”；而现在人们则强调“好男儿志在四方”、

“我的青春我做主”、“生儿生女都一样”、“独立平等”。 

古时候，我们提倡一种孝行天下的思想，因此出现了虞舜“孝

感动天”的故事、孔子及其门徒作《孝经》以率天下、汉代“以孝

治天下”更成为一个治国的基本方略甚至“举孝廉”成为一种非常

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唐玄宗亲自注释作序抄写《孝经》、“善事父

母”家庭道德要求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等等。现在，社会上出现一

些不孝的现象：啃老，年轻人长期不愿工作，靠父母养；父母生病

时，不愿或不在其身边伺候，甚至连个电话和问候都没有；对父母

态度粗暴，恶语相加甚至拳打脚踢；拒付赡养费，霸占老人财产，

将老人扫地出门；嫌弃父母长相丑陋或有残疾；长期不与父母沟

通…种种现象，我们不禁要反思:我们的孝道出了什么问题？现在出

现的“少感恩、多纠纷、少陪伴”的现象，是不是意味着孝道在今

天的式微？分析古今孝道嬗变的原因，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种。 

二、孝道古今之变的原因 

1.家庭结构的变化。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府里面高

高在上的人是贾母。她统治着一个拥有几百人的大家族，这样的家

族里面有这样一个权威，所有人都要听她的。那这个权威怎样去管

理好这个大家庭呢？“孝”就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生活模式的基础

和核心价值，没有“孝”，庞大的家庭就会失去价值等级秩序而瓦

解。那我们现代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一对夫妇供养着

四个父母，然后再养育着子女。同古代几百号人的大家族比起来，

我们现在的家庭结构成员数量递减，而且孩子成为了家庭的中心，

所有人都围着孩子转，小孩俨然成为了一个家庭里面发号施令的小

皇帝或小公主。 

2.社会结构的变化。古代就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国是

扩大的家，而在封建等级社会当中，君主是最大的家长，维持皇权

统治，除了要进行制度建设还需要进行一种文化心理的建设。比方

说，统治者就看到了孝它具有的一种政治意蕴，移孝作忠，那么就

把孝作为这样一个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儒家实际上对于家庭和国

家的二维结构的表述非常清楚，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从修身齐家的“家”一下跳到了治国平天下的

“国”，那么家和国作为两个实体，之间是没有中间地带的。而在

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发现，社会异军突起，成为我们现代社会一个非

常重要的领域。社会领域的特点就是：一是超出了血缘关系的纽带。

二是与国家相对区分。这些与国家相对区分的社会，它超出了血缘

关系的一些非政治性的组织、机构、单位、团体、协会等实体，从

总体上成为市民社会。而我们的人更多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不

像古代的时候我们更多生活在家族当中（即从家庭一脚跨入的是国

家的范畴）。在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扩大了的时代，我们的家

庭观念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3.思想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从专制到民主的变化。古代社

会是一种专制社会，孟德斯鸠在《法益》（上册，严复译，商务印

书馆，1981 年第 24 页）当中讲到“夫专制者，以一人而具无限之

权力，为所欲为，莫与忤者也。”意思是说专制的人，以他一个人

的无限的无上的权力，高高在上，为所欲为，没有人能够忤逆他。

在现代社会，我们主要讲的是一种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形态，

不同于封建家长制的绝对权威，现代家庭提倡独立、自由和平等，

这样的平等不是管教与顺从的关系。建国之初，我们建立了男女平

等民主和睦的新型男女关系，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这种新型

男女关系更多的是发展在亲代和子代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不同的

男女关系以及不同的父子、母子之间的关系就改变了我们现代家庭

的思想观念。 

三、反对两种错误思潮  

在谈到上面这些原因之后，我们要追问：究竟在孝道上我们今

天出了什么问题？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实

际上是出现了两种争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虚无论：孝道已失

去价值和意义，全盘否定。另一种是复古论：传统孝道有价值和意

义，总体恢复。虚无论和复古论的现代表现，其实可以追溯到五四

时期的一场争论，即关于非孝论和拥孝论之间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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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摧毁旧有力量的同时，也摧毁

着作为旧社会核心价值的孝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孝道批判

思潮，引导大众舆论反孝道，由此开启了一场持续百余年的“孝”

与“非孝”的价值之争。“非孝论”主张压制个人的独立人格、讲

尊卑而不讲平等、宣扬父母对子女无恩有爱。“拥孝论”则觉得压

制个人独立的人格并不是孝道本身的问题，而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用

的点，是被专制所利用的手段。孝道确实不是尊卑和平等的问题，

而是讨论义务和权利的问题，孝道是道德义务而非权利，它重在感

恩，孝道的基础就是要感恩父母。 

“非孝论”有什么错？第一，孝是人类天性中的情感需要。人

生活在家庭当中，家庭当中自然的一种血缘的亲情纽带把我们联系

起来，孝道是血缘相亲的必然结果，是纯洁崇高的道德信念，契合

了我们民族基因当中那些对基本人性的赞美和感恩。即使现代社会

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但是只要人类还有家庭

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孝就是其中最本真的一种情感。现代社会的

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并不拒绝孝道的建构。第二，孝是从向下

的关切扭转为向上的回望的道德力量。我们都知道照顾一个小孩要

比照顾一个老人要愉悦得多，如果没有孝道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

会成为老人的地狱。传统文化之所以重孝道就是要纠正人性当中的

这一不完美倾向，纠正人性当中这种向下的惰性，要改为向上的回

望。人性的固有惯性是向下看，即爱子女多于爱父母，如果完全顺

应人出于种族延续的自然本能，那么老人的命运何其悲凉。传统文

化重孝道的原因正在于纠正人性中不完美的惰性和惯性，将向下的

关切扭转为向上的回望。第三，孝是非常重要的道德规范。古人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出现矛盾和冲突之后，就是靠以孝为基础的

道德规范来解决，法律规范毕竟还是一种外在规范，除了成本高之

外，法律也很难去判断家庭纠纷当中的是是非非，对错与否，而孝

道就可以完整地实现解决家庭纠纷的功能。孝道的存在弥补了其他

社会规范和准则无法企及或不便管控的地方，如法律不便干预家庭

成员内部的心理和情感互动的时候，孝道可以完整的实现这一功

能。第四，孝是现代公民德性的起点。朱熹曾说：仁是水源，孝是

水流经的第一个水池。只有这个水池满了，之后的德性才能够得到

灌溉和培育。往后人的德性还要往更远的地方流，更远地方的德性

实际上是以第一个孝道这个池子作为滋养的，所以没有孝道的话，

其他德性也就谈不上了。一个人只有爱自己的家、爱家人才能爱邻

人进而爱同胞，然后才能热爱身处其中的政治共同体。 

旧的孝道已被打碎，新的孝道尚未建立。在对待孝道上，“非

孝论”没有处理好破和立的关系，对传统孝道之糟粕的批判和揭露

有余，而对其精华的发掘和弘扬不足。“拥孝论”尽管提出了一种

辩护路径，但是并为构建适应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提出一种关于“孝”

的新纲常。今天来立这样一个新的孝道就是我们的责任。 

四、对传统的孝道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树立“新孝道”的价值理念。第一，强化人格平等。比如，

批判传统孝道中父尊子卑、父主子从的不平等关系，重视子代的人

格平等和尊严（但是要注意，不要过犹不及）；批判现代社会出现

的不尊老敬亲的现象，维护家庭中逐渐处于“弱势”乃至边缘地位

老人的人格尊严与平等地位。第二，强调义务双向。传统孝道中是

单向义务传递，在那种不平等关系下，必然走向一种“重孝轻慈”，

更多强调子代的“孝”，这样一种单向义务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代人

格平等的新型家庭关系的需要。因此必须对它进行一些新的解读，

就是要把单向义务变成双向义务，即子女以孝养慈，父母以慈养孝，

从而建立融洽的新型孝道关系。第三，讲究情理相济。孝道是讲情，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情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情对于血缘亲

情来讲是一种合理之情，而非血缘关联中的自私狭隘之情。同样的，

孝道也是一种缘情之理，而非单向义务规定的冷漠外在强制之理。 

2.理解“新孝道”的价值内涵。第一，养老敬老是基础与核心。

孝，究其本质是子代对亲代的伦理道德意识与规范，子代对于父母

的尊重爱戴、敬仰与赡养不仅是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和要求，更是一

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体现。第二，家国情怀是拓展性内涵。传统

孝道中强调移孝作忠、显身扬名、光宗耀祖的孝观念，在新时代应

得到理性认知、纠偏和转化，新时代尽职尽责和立身成事的孝观念，

要把孝和个人成就、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个人对国家的忠诚联系起

来，把孝道与个体、家庭、社会、国家发展需要相结合。最后，精

神传承是延伸性内涵。以往的精神传承的实现以物理的方式进行，

比如修建恢弘的祠堂、购买豪华的墓地以显示对祖先的尊崇，但在

现代社会这已经变得不合时宜，需要改变方式，变成一种继志述事、

精神传承的方式。 

3.实现“新孝道”的可靠路径。首先是孝德教育。孝道教育其

实是一个整全的过程，孝道不仅仅应该是家庭的问题，同时还应该

是学校和社会的责任。家庭教育强调言传身教、学校教育要求感恩

怀德、社会教育弘扬礼俗风尚。以这样整全的方式使孝德教育充满

权威与民主，规范与自由。其次是制度保障。例如 2018 年修订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4 条内容要求要履行对老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那什么是精神慰藉？第 18 条内

容讲到应该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忽视、冷落老年人，如果与

老人分开居住，应该常回家看看。第三是技术支持。随着时空的发

展，孝道也在面临新的挑战，而技术的支持能够成为我们践行新孝

道的一种新路径。比如，重庆邮电大学动画专业 80 后张明为让父

母学会用微信，手绘了一个详尽的使用教程，这组手绘微信说明说

漫画迅速在微博走红。漫画很萌、有爱、简单、催泪，通过这样技

术的方式实现孝道的践行，实现子女对父母的亲情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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